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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採購
減輕食材成本

「「香港飲食業從來都是競爭激烈，我加入公司便是為了改革，幫公司轉型。」。」由敘福樓集團引入到香港的日

本人氣漢堡扒品牌「「挽肉と米」」，位於中環ifc商場的香港首店本月7日開張，店外連日有人龍排隊，集團推出

網上訂座，一周預訂亦告滿座，引起市場熱議。。高峰期集團擁有33間中式酒樓，目前只剩下5間中式食肆，

反而開了50多間日韓餐飲品牌分店，「「改變才是生存之道」」，這是敘福樓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黃傑龍的經營

之道，也是港人靈活應變的特質，帶領集團在香港餐飲逆風中屹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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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敘福樓集團引入到香港
的日本人氣漢堡扒品牌「挽
肉と米」。

◆位於中環

ifc 商 場 的

「「 挽 肉 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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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龍排隊。。

▲黃傑龍親手繪畫集團2022
年疫情期間的中期業績年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黃傑龍指，2007年接手經營
敘福樓前，集團已經歷過高山低
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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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傑龍與餐飲業結緣，或多或少跟父親黃
耀鏗有關，皆因黃耀鏗便是敘福樓集團創辦
人之一。不過黃傑龍表示，自己加入集團前
其實因為一批集團老股東支持他的改革，才
辭去原本的工作投身敘福樓集團。

土木工程師出身 曾駐上海發展
黃傑龍本身是土木工程師出身，他在澳洲
讀大學的本科是土木工程，其後再攻讀工商
管理碩士，回港後曾入職一間上市公司做經
理，曾駐上海兩年，幫發展商負責當地一個
商場的發展，其後又轉到另一間公司負責到
內地20多個省會城市設計裝修銀行的財富
管理中心，包括減省窗口及降低櫃位高
度，增加親切感以吸引客人，當中汲取不
少待客經驗。之後，一度成功申請加入香
港政府做土木工程師，卻被安排到路政署做
公共關係科。
在外闖蕩了11年，累積不同工作經驗，眼

見敘福樓集團的創始股東大部分已經年過60
歲，甚至近70歲，而集團的酒樓業務亦由全
盛期的30多間大降至5間，於是問了相關世
叔伯股東一句：「大家是否仍有熱誠繼續經
營下去？還是退休結業便算？若果繼續經營
便必須要作出改革，但改革一定是痛苦，亦
不一定會成功！」出乎意料的是，在場的老
股東都表態支持透過改革繼續經營下去，其
中一位老股東（現時集團副主席高秀芝父
親）更指，「阿龍如果你願意返公司改革，
一定會支持你。」在場其他老股東（包括黃
傑龍父親）都表態支持，於是他於翌日便
向路政署公共關係科辭職，正式加入
敘福樓集團。

新冠疫情過後，香港零售餐飲業又要面對港人報復式外遊
及北上消費的影響，面對逆境，黃龍又要應變。集團近半
年已直接派人到貨品來源地採購，以減低食材成本，又用科
技改善工作效率，如集團各分店都有幾部執碗碟機械人、全
自動洗碗乾碗機，旗下「牛角」採用刷網機等等，即使沒法
降低租金及薪金成本，但集團旗下餐廳部分餐價過去半年都
能略為下調來吸客。

高息環境削弱本地消費
黃傑龍直言，香港目前正處於一個深谷，受到不少不利因

素困擾，包括息口高企，香港面對美元強、日圓及人民幣弱
的困局，令港人最愛去的日本及鄰近深圳更進一步成為香港
人最受歡迎的出行地，加上早前股樓皆跌，有錢一族將閒錢
做高息定期，供樓人士將賺來的錢用作供樓，都影響消費意
慾，他直言現時本地餐飲以至零售業都面對相當大困難。據
他了解，現時全港餐飲業的生意額按年至少減少兩成，而餐
飲業的盈利只佔營業額數個百分點，換言之，香港不少食肆
都在蝕本經營中。
幸好，中央政府正加大力度支持港股，令港股近期回升至

19,000點，特區政府又全面「撤辣」，令樓市交投量回升，
惟目前股市及樓市只及高峰期的一半，要如以往般可以做到
「魚翅撈飯」的日子，仍差一大截。中央政府近日開放多8個
個人遊城市，無疑有助推動香港旅遊業，從而帶旺零售餐飲
業。不過，黃傑龍認為，「香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鞏固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政府應該吸引更多企業來香港投資、上
市、買金融產品等，令更多國際人才及資金流入香港，才可
真正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內地過江龍同樣有壓力
對於不少內地餐飲進軍香港市場，他笑言非常歡迎，令香港

有更多不同的美食匯聚，相信他們有着準備來香港上市，藉此
開拓香港以至海外市場的需要，惟他們與香港同業一樣面對高
租金、高薪金的經營壓力，餐價難以與內地完全一致以平取
勝，銷售量亦難以與內地相比，經營壓力其實同樣大。

「『挽肉と米』只是一間擁有28個座位的餐廳，對於集團擁
有50多間餐飲品牌分店而言，這生意額對集團的影響

不會太大，但該餐廳開業以來的市場反應，的確令人鼓舞，未來
集團會繼續探索引入新亞洲菜餐廳到香港，並會研究到東南亞以
至內地開拓亞洲菜餐廳業務。」黃傑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這樣說。

2007年接手只剩下5間酒樓
商場如戰場，敘福樓集團由高峰期有33間中式酒樓，演變至如今
只剩下5間中式食肆，合共擁有逾50間亞洲菜餐廳，可算是行內成
功轉型的飲食集團之一。黃傑龍直言，2007年接手經營敘福樓集團
前，集團已經歷過高山低谷，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高峰期最多有33
間酒樓，到他接手時只剩下5間，可見中式酒樓經營困難，集團不
再轉型便無出路。「改變才是生存之道。就算是中式酒樓，都已由
早期點心姨姨用一條尼龍帶掛着頸，吊着一個四方大銀托盤賣點
心，轉至後期推車仔賣點心，再到現時手機落單叫點心。」
2007年，黃傑龍加入集團便作出一系列改革，笑言：「自己當
年還是 30多歲的後生仔，自然較為關注年輕人飲食習慣及偏
好。」隨着時代變遷，生活水平提高，有見香港人對日本、韓國
等文化興趣很大，因此也順勢作出轉變，由以往主攻中菜餐館，
逐步轉型主力拓展亞洲菜餐廳。2008年集團成立了子公司─株式
會社有限公司，為集團菜式供應的多元化及國際化做好了鋪墊，
2010年集團創辦了旗下首個日本菜品牌「牛涮鍋」，主推日本涮
涮鍋及壽喜燒牛肉火鍋放題。

帶領潮流引入日韓菜餐廳
自2010年起，集團簽署了特許經營協議，將多個在原產地及世
界聞名的品牌引入香港，如日本燒肉專門店品牌「牛角」、日本
涮涮鍋專門店品牌「溫野菜」及韓國鐵板雞專門店品牌「柳氏
家」，引領飲食潮流。「當年大部分香港人只知道有韓國燒烤，
卻不知道原來日本都有燒肉店，集團引入『牛角』到香港，令香
港人都可以專業化地品嘗到日本燒肉，至今依然受到市場歡
迎。」這是至今仍令他感到自豪的事情。2018年更將集團上市，
「集團改革至今，仍有一項基本原則無變，就是旗下食肆仍會使
用筷子。」這隱隱滲着敘福樓的歷史傳承。

疫情期間首創「執枱專員」
2020年至2022年三年多的疫情令香港本土消費備受重擊，黃傑
龍更要絞盡腦汁保住生意、員工飯碗以及食客安全。為令食客安
心外出用膳，2020年8月集團首創並設置「執枱專員」，以防止
交叉感染，受到特區政府讚賞，2021年特區政府更將措施變成法
例。除了靠商場外賣自取平台幫助外，喜愛新嘗試、又善用社交
媒體推廣的黃傑龍曾為「牛角」貼心地推出以1,399元購買迷你版
光波燒烤爐1部，送兩客價值1,026元的「帶回家」牛角燒肉2人
外賣套餐來吸客，他還在家中透過社交媒體親自示範如何用光波
燒烤爐來做日式燒肉，結果推出約一星期即賣光900套外賣套餐。
集團又申請了政府保就業基金，因而沒有因為生意難做而裁員。
他相信，香港下一個契機是中國經濟復甦步伐及美國減息，這

些因素將直接影響香港消費市道，惟估計香港仍要面對至少半年
的困難期，才可以走出困境。他慶幸集團並無負債，還有2億元現
金存放於銀行，有利作出新嘗試。

續引入新亞洲菜品牌餐廳
「現階段集團會多做實事，不執着追求最大盈利，先做好內部基

礎建設，投資未來。」集團花數百萬元於3月推出全新會員電子平
台，加入更多實用的功能，會員數目正快速增長中；同時建立管理
團隊，引入專業管理人員，負責管理前線員工及制定發展策略等。以
往連前線員工都要管理的黃傑龍，轉為主力制定大策略，及做多一些
對外公共關係工作；此外，集團會繼續引入新亞洲菜品牌餐廳，並
會研究到東南亞以至內地開拓亞洲菜餐廳業務的可能性。

特區政府上月22日實施第一階段「走塑」，黃傑龍表示，集
團旗下4個品牌餐廳暫停外賣，包括牛角、牛角Buffet、牛涮鍋
MMC及溫野菜已全面放棄外賣，只專注堂食業務，主因是這
些餐廳的食用方式不太適合外賣，希望鼓勵市民出外堂食。至
於集團旗下其他品牌餐廳仍會提供外賣，並已改用木製餐具。
他說，集團為了找塑膠即棄餐具替代品，足足花了半年時間
向不同供應商購入替代品來測試，包括用熱水、凍水浸泡木製
或紙製飲管、匙羹等至少半小時，看看哪一種最適合顧客使
用，而並非只看價錢平便選購。他更指，自攜餐具才是終極
「走塑」，自己已實行5年，如今買外賣都用自攜餐具。

望予時間業界物色供應商
他明白環保是全球大趨勢，尤其是塑膠難以分解，而疫情
期間又因禁堂食，令外賣數量大增，即棄餐具的棄置量驚
人，引發政府要加快實行「走塑」。然而，餐飲業界早已向
政府表明營運困難之處，包括是否有充足的合適替代品選
項，當局有需要給予業界時間物色內地或海外新供應商。

他指出，好像早前有日式百貨因要「走塑」，
而改用盲盒方式售賣外賣壽司，引起食客不滿，投訴
沒有選擇。其實不單止壽司，很多食物都有此問題，且會挑
戰到飲食界的經營模式，如珍珠奶茶等茶飲，本身就是靠透明
杯展示茶飲來吸客，如果「走塑」，改用紙杯，又如何吸客？
況且，中國人喜愛飲湯等，改用紙碗，實在容易滲漏，這些問
題政府都應要三思推行第二階段「走塑」的時間表。

應續增垃圾分類回收設備
至於垃圾徵費方面，他坦言，現時政府谷消費撐經濟，

加上香港經濟復甦步伐仍慢，垃圾分類回收設備又未足夠
的情況下，的確不適合在現階段推出垃圾徵費。但他認
為，政府應繼續投入資源增加垃圾分類回收設備，做到區
區每行5至10分鐘已有相關設備，同步積極教育市民進行
垃圾分類，到經濟好轉時，看看回收量有沒有上升，若回
收量顯著上升，證明大家都已習慣新常態，便無需進行垃
圾徵費；否則便應提供誘因來推行垃圾徵費。

上市公司
年報封面大多設計精

美，不過敘福樓集團於2022
年疫情期間的中期業績年報，則
由黃傑龍親手繪畫，封面很簡約，只是用筆寫
上「2022中期報告」，副題為「上半年盈利下
降 成本控制很重要（包括封面設計）」，還蓋
上黃傑龍的個人印章。可謂開創先河。難道當
時真的困難到無錢請人做設計？

傳達成本控制重要性
回想起這件事，黃傑龍津津樂道，「其實當時
年報設計公司交了數個版本給我看，無一個合心
水，於是自己以神來之筆寫了這幾個字，主要是
要向公司同事表達『成本控制很重要』的意思。
當時有同事還擔心此舉會否被人笑，影響股
價！」雖然封面設計是由黃傑龍親自操刀，但他
笑言「當時並無減少年報設計公司的設計費用，
依舊照原價付款，其實都無慳到成本！」
半年後的全年業績則使用AI設計，他輸入原文
為英文的提示指令（Prompt）為「一頭強壯的公
牛高聳而立，自豪地展示着一個帶有數字1978的
牌，這是對一個充滿成功和繁榮的年份的提
醒。」大概「20秒就畫了這張圖」，他認為，如
今善用科技很重要，現在科技發展得真的很快。


